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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循四方向塑造文化之都
建世界級設施 加強內外交流 鼓勵擁抱科技 壯大港人才庫

國家「十四五」規劃

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發展

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

「香港新坐標—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高峰論壇上致辭時表

示，藝術文化創意產業蘊含龐大

的社會價值，亦是經濟新引擎，

特區政府銳意加快發展香港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現正循

四大方向致力推動這方面的工

作，包括建立世界級文化設施、

加強與內地以及海外藝術文化機

構的交流合作、增撥資源鼓勵文

化及創意業界擁抱數碼科技，以

及壯大香港的文化藝術人才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

「香港新坐標——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
論壇昨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出席並致
辭。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要塑造香港成為文化之都，既
要目標清晰，確定香港在國際文化藝術產業版圖上的
新坐標，亦要在促進中外交流方面追求新高度，及在
發掘本地產業潛能方面搜尋新深度。對此，特區政府
正循四大方向致力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西九文化區可成灣區文化樞紐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逐步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
多元文化空間，為藝術家、藝團和從業提供土壤，
共同孕育文化藝術創作。其中，西九文化區正發展成
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文化建設集中地，正在興建
的西九文化區演藝綜合劇場亦將提供另一個頂級舞蹈
和戲劇表演場地。西九文化區完全具備充足條件，可
進一步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樞紐。
同時，東九文化中心可望於明年起分階段啟用，連
同在明年底至2024年分期竣工的啟德體育園，可望
與西九文化區產生協同效應，帶動香港成為國家級文
物及藝術品全國首選的展出地、全國首選的表演藝術
文化旅遊中心。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加強與內地以及海外藝術
文化機構的交流合作，包括善用「一國兩制」的優
勢，傳揚中華文化，並積極籌辦大型國際會議和論
壇，同時在內地不同省市舉辦「香港周」等活動。
特區政府同時會把握國際趨勢，增撥資源鼓勵文化

及創意業界擁抱數碼科技，包括會投放更多資源於藝
術科技和提升康文署轄下演藝場地的設備，讓藝團可
以在表演項目更進一步應用科技。同時，政府亦要壯
大香港的文化藝術人才庫，包括會繼續致力培訓包括
藝術行政、藝術科技和文物修復等多個範疇的人才。

楊潤雄：加強從業員專業提升
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論壇

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特區政府過去已做了大量的
工作，推行不同的政策措施提升香港的文化藝術水
平，為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奠下
了一定的基礎，下一步必須進一步豐富節目內容，推
動交流活動，增加硬件及培育人才。
在支持本地藝團豐富節目內容及提升節目質素方

面，他表示會鼓勵業界善用科技，各相關政策局轄下
不同的基金或計劃合共預留了1億港元，供有意推動
藝術科技的人士申請。政府已另外撥款7,000萬元，
用以提升康文署轄下演藝場地的設備。

在推動交流方面，楊潤雄表示，未來，在利用駐內
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協助推動文化交流的同時，還會
加強在大灣區內的文化交流活動，為本地藝團提供更
多演出機會，擴闊香港藝術文化節目觀眾層。
「文化藝術人才及團體匯集亦是要成功推動文化交

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楊潤雄表示，政府將在東九
文化中心立名為「創館」（The Lab） 的試驗場，並
成立「東九文化中心藝術科技學院」，提供有系統的
培訓及製作不同類型的藝術科技節目。在天水圍興建
的文物修復資源中心，將成為文物修復人才培訓和交
流的一個基地和平台。
特區政府又會在2022至23年度，向「粵劇發展基

金」注資1億元，加強支持從業員的專業提升和持續
培訓。往後會繼續着重文化藝術人員的專業發展，從
不同渠道引入人才為年青畢業生及新晉藝團的發展提
供多些機遇。
為助力文化藝術業界產業化及「走出去」，楊潤雄

指出，香港有健全的法制及知識產權保障框架，亦匯
聚了各類知識產權貿易及版權轉授。在這個知識產權
框架上，香港可構建平台策動不同藝團及界別的合
作，發展香港文化藝術的產業鏈，令業界透過商業化
的合作，注入更新更多內容、新主題及新的演繹方
式，令業界更蓬勃發展，連接內地，連通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盧新寧在昨日舉行的「香港新坐標：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高峰論壇上，以《香港應成為獨具魅
力的「文化之都」》為題致辭。她結合學習貫徹
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在港重要講話精神，談四
點體會。一是增強文化自信，大力弘揚以愛國愛
港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二是講好中國故事，不
斷提升中華文化傳播力感染力；三是做好頂層設
計，拓展香港綜合競爭力；四是增強發展動能，
推動文化產業成為香港經濟發展新引擎。
在「增強文化自信」方面，盧新寧表示，在香港
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提出「希望全體香港
同胞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
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在香港由治及興新階
段，有文化自信這一重要精神源泉，利用香港貫通
中西的交流平台優勢，構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有利於弘揚愛國愛港主流價值觀，也將為推動
香港未來發展提供動力。
在「講好中國故事」方面，她引述習近平主席指
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
顯著優勢。」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香港作為鏈接內地和國際的重要橋樑，在向世界講
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方面，「超級聯繫人」的角
色非常關鍵，未來更要在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對話中
起特殊作用，畢竟人類共同的未來需要的是對話而
不是對抗，這也是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的應有之義。
在「做好頂層設計」方面，盧新寧表示，一流的
文化藝術體育設施和文化「軟實力」，是衡量城市
吸引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指標。這個角度看，香港打
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不僅不會分散其金融中
心、科創中心的重要性，更會促進香港金融、科創
等總體競爭力的提升。

在「增強發展動能」方面，她表示，研究香港發
展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香港經濟結構單一，金融
業一柱擎天，貿易零售旅遊等傳統行業增長乏力，
經濟持續增長動能不足。而文化產業內容廣闊，容
量巨大，外溢性強，短期可見成效，長期潛力無
窮，應當能促進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南金融北科創，中間須有文化」
盧新寧提到，許多朋友討論香港未來發展布局

時，有「南金融、北科創」的說法，而她認為還
應加半句，「南金融，北科創，中間必須有文
化。」今年8月，中央印發了《「十四五」文化
發展規劃》，對於加快文化產業發展做出了更詳
細的部署，相信香港會抓住機遇、乘勢而上，用
好中央政府支持和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用好內地
和國際兩個市場，推動文化產業成為香港經濟發
展新引擎。

盧新寧：推動文化產業成發展新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康敬）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除了政策層面的工作，更需要藝
文業界廣泛參與。多位業內人士昨日在專題論壇上表
示，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面對許多競爭，
因此香港更要把握機遇，吸引人才、創新內容、提升
藝術影響力、推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不能讓機遇變
成遺憾。
立法會議員霍啟剛表示，香港可學習外國優秀經

驗，主動將文化內容及人才推向世界各地。除了頂尖
的藝文界人才，香港還需要基礎人才的支持，以及需
要提升整個社會對文化的重視度。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強調，提升香港的
文化藝術影響力很關鍵。很多文藝機構在選擇與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開展項目時，都會更注重參與的
觀眾量，以及媒體的傳播力。

文化與旅遊融合是大趨勢
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表示，文化與旅遊的融

合是大趨勢，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好契機。過去兩年，旅
發局正在思考重新定位香港的旅遊品牌，更通過全球調
查看到遊客會更希望了解當地的歷史及藝術文化。
亞洲演藝研究創辦人及總監毛俊輝表示，香港建設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需要業界願意付出時間、心血，
以及培育後生，同時爭取有經驗的人才來港發展。
著名視覺藝術家劉小康建議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

上，推動香港業界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共贏，不
能讓機遇變成「遺憾」。
出席了論壇的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在Facebook發帖
表示，國家去年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
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不但是對
香港多年來蓬勃發展的文化藝術界表示充分肯定，更
為業界帶來龐大的發展機會。
他將就如何促進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向

特首提交建議，希望政府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
更具體的措施，與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共同為香港文
化藝術發展，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
事局主席唐英年在高峰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從文
化三業，即文化作為國家大業、社會產業及青年事業
的方向作出分析。他強調，香港應把握機會通過推動
文化發展，抓緊社會團結的心，強化人心回歸工作，
在困境中激發年輕人的創意，在逆境中培養他們的思
考，借着文化藝術的「軟實力」，讓年輕人感受與祖
國同氣連枝的淵源文化，探索追求中華文化的熱忱。
唐英年表示，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下，擁有豐厚的潛力和前景，絕對可
以成為繼金融業及貿易業後，另一個產業發展的新亮
點。然而，香港並不能自滿，要兼顧國際和內地市
場，要發揮「以大灣區為起點，國際為終點」的平台
作用。他希望大灣區「9+2」攜手並肩，在文化藝術
範疇，實現互惠共贏。
他指出，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在香港舉辦的個別

大型藝術展有所減退，但仍有一些繼續舉行，並取得
一定成績。他希望特區政府藉此契機，和其他國家及
地區，以及內地有關部門商量，盡快開通對外窗口、
對內關口，讓文化藝術及整體經濟可以向前邁進。
唐英年表示，希望特區政府對文化藝術的教育、基

建及產業發展，投放更多資源。同時，香港可以透過
文化藝術市場進一步打造高端旅遊業，相信特區政府
新成立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將會肩負重任，發揮作
用，西九管理局會和特區政府保持緊密合作，發揮香
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優勢，共同將香港打造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2022年「勿忘918 愛我
中華音樂會」昨晚在新光戲院揭開帷幕，
參加有當年抗戰的東江縱隊、國軍、盟
軍老戰士及他們的後代，還有關心抗戰歷
史教育的各界人士。
今年音樂會主題是保家衛國，頌揚英
雄。在演出前，主辦方邀請抗戰名將之後蔣
楨向大會組織頒授感謝狀。隨着「向前向
前向前」的呼號，震撼人心的《中國人民解
放軍進行曲》管樂響起，音樂會正式開始。
音樂會復演了大型史詩《東方紅》中
「抗戰篇」的《松花江上》、《游擊隊之
歌》、《南泥灣》、《到敵人後方去》、
《軍民大生產》、《保衛黃河》6首歌

曲，更首次將鮮為人知的侵華日軍8604
部隊用細菌殘害香港難民的南石頭慘案搬
上舞台。音樂會又以話劇形式表現了香港
中學生為認識歷史，走進抗戰英雄村烏蛟
騰，採訪老游擊隊員，用年輕人的方式把
史實帶到校園。
壓軸演出中，全場合唱《團結就是力
量》，表達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時，香港和
祖國同舟共濟，戰勝任何困難的堅強決心。
籌委會主席吳軍捷表示，是次音樂會是
民間對歷史的自發回應，以後還要配合課
堂教學，保育好香港的抗戰遺址，盡可能
用鄉村生活、軍事遊戲、應急求生訓練，
吸引更多香港青少年互動。

勿忘918音樂會 保家衛國頌揚英雄

把握機遇吸才
增文藝影響力

業界：

唐英年：
讓港青感受與祖國淵源文化

▲▶ 「勿忘918 愛我中華音樂會」昨晚在新光
戲院揭開帷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新坐標——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圖為嘉賓合影。


